
回眸 微增长很闹心
在国家扩大汽车消费政策刺激下，2009年和

2010年国内汽车产销翻了一番。从去年开始，国
内车市进入调整期。今年延续去年态势，微增长
成为调整期的一大特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
计，2011年国内汽车产销大约同比增长3%。2012
年预计将在 5%左右收官。回顾全年，限购、库存
压力、豪车打价格战、召回立法、车企扩产、微增长
或成常态成为今年车市的热词。

据中汽协发布的 2012 年上半年汽车产销数
据显示，1~6月，国内汽车产销分别为952.92万辆
和 959.81万辆，同比增长仅 4.08%和 2.93%。销量
前10名的厂家集体受挫，无一例外没有完成销售
任务。到了下半年，众多日系车销量暴跌。8 月
底到9月再到10月，车商的促销一波接着一波，但
最终收获的却是“铜九铁十”。然而，11月份车市
却有逆转迹象。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表
示，原本预计11月国内零售113万台，较同期增长
7%，不过由于月末零售走强，预计实际零售量将
超预期。11 月销量逆转，临近年关车市会迎来

“小爆发”，尽管如此，也难为车市带来根本性逆
转，2012年车市依然难逃“惨淡”命运。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查显示，今年 3 月以
来汽车经销商库存系数呈显著上升趋势，6 月升
至历史高位，远超过国际惯例的库存系数 0.8~
1.2。究其原因，一是发展不平衡，二是受到欧债
危机波及，汽车厂商将海外销售目标转嫁中国。
此外，7月1日，广州正式开始车牌摇号政策，跟随
上海拍牌和北京摇号之后，北上广全面开始了汽
车限购政策。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对于车企和经销
商而言，2012 的中国车市就是如此尴尬，亦暖亦
寒经历阵痛。如何突围微增长成为 2013 年车企
的必修课。

政策：影响前景走向
正如业内专业人士表示，2012 年，中国汽车

产业的调整转型进入深入期。在车市自我调整
优胜劣汰的同时，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成为调
控车市的有力之手。

1月16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家用汽车产品
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二次征求意见
稿）》。这让大家看到“汽车三包”落地的希望。

7月 9日，由国务院印发了《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以下简称“规
划”），其中对新能源汽车未来产销目标做出了明确
规定：至2015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累计产销量力争达到50万辆；到2020年，纯电动
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生产能力达200万辆、
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其中，明确提出对新能
源汽车区别对待。7月11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财政部联合公布了第八批节能汽车推广目录，入选
车型从第七批的49款大增到148款。在汽车购置
税优惠、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多项政策逐步退出

之后，小排量汽车市场份额逐步下滑。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管理条例》（以下简称《召回条例》）。该条例自 2013年
1月1日起施行。业内人士指出，《召回条例》的实施将助
推“三包”政策出台，届时中国车主维权将有法可依。

与此同时，地方政策也相应出台，6 月 30 日，广州宣
布从 7 月 1 日零点开始实施中小客车总量调控交通政
策。这一突然举措刺激了一下沉闷的车市，限购前夜市
民疯狂抢购，实现一夜数万台的销量。至此，北京、上海、
广州三大国内一线城市全都进入“限牌”时代。

车企：成绩喜忧不一
车市低迷却不挡不住市场竞争激烈，在 2012避寒取

暖的突围之路上，车企几家欢乐几家愁。
上半年，大型跨国车企在中国车市表现抢眼，通用、

大众等强劲增长，上海通用销量达 639549 辆，同比增长
6.6%；上海大众上半年同比增长 10.4%。其中，别克品牌
中，凯越及英朗XT、GT车型销量创历史最高纪录。雪佛
兰品牌中，科鲁兹和新赛欧销量双双突破 10万辆。上海
大众在销售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2012年连续半年每
月销量破10万辆。

进入下半年，通用、大众依然领跑。而日系车自 9月
来，销量持续下滑。尽管四大日系车企丰田、本田、日产
和马自达分别公布了 11 月在华销量数据，跌幅有所收
窄。但和去年相比，四大日系车企销量普遍下滑近
30%。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日系车一度在中国曾高达 30%
的市场占有率如今已降到不足 8%。日系车丢失的份额
被德系、美系、韩系瓜分。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豪华车走势强劲，大放异彩。众
多热点豪华新车在定价上采取低价入市策略，原有在售
车型价格已是一路下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10 月，奥
迪、宝马、保时捷、奔驰、法拉利等豪华品牌车在华销量均
达到两位数增长。奥迪、保时捷前 10 个月销量已超过
2011年全年，其中保时捷10月销量同比增长57%。

相比之下，自主品牌表现稍弱，上半年市场份额继续
下滑。好在进入9月来，连续两个月销量大幅逆转，进入
上升通道。看重车市巨大潜力，众多合资自主车企加快
扩产步伐，出现“圈地”建厂热潮。华晨宝马、北京现代、

东风悦达起亚、东风日产都在其列。新能源汽车虽是
政策的宠儿，但是整体市场仍然处于冰冻期。

前瞻：或有转暖迹象
今年中国汽车业可谓低迷，明年的车市如何？各

方看法迥异，但乐观猜测占主导。广州车展上，汽车
业大佬几乎都放出乐观预言——明年情况好于今
年。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主任徐长明较乐
观，“这两年宏观经济增速下调，超高速增长带来环境
问题，但我认为这是短期回调。明年开始，年均速度
10%以上大概还有 10年”。相反，全国乘用车联席会
秘书长饶达的预测较悲观，他认为，明年车市整体销
量大概在2000万辆或者更少，即增长5%。

油价一直是制约汽车业发展的因素，今年油价四
涨四跌，许多消费者抱怨买得起，用不起。从车型看，
目前，混合动力车型仍未列入国家“新能源汽车”名
录，但业内普遍预测，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启动，势必会
有一片广阔天空。业内人士看好豪华车在2013年内
的发展，认为中国消费者对豪华车的刚性需求很大。

与此同时，自主品牌也在积极寻求突破，2012年
上半年，自主品牌的代表——吉利、长城和奇瑞国内
市场业绩平平，9月以后出现逆转上扬。今年自主品
牌采取抱团取暖方式以突围，例如，广汽集团和奇瑞
汽车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如众多车企相关负
责人认为，未来二三线市场将替代大城市挑起车市大
梁，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立足点和竞争场。以郑
州为例，从2002年40万到2011年180万辆汽车，发展
速度惊人。

车市销量的最终主导者还是消费者，如今消费者
的购车理念更理性，消费群更广泛，购车需求多样化。
车企在比拼新车和销量的同时，既要迎合消费者口味，
更应在售后服务市场做足工夫，才能长足发展。

好的剧本是通过不同的写作形式
表达整部影片的人物和动作内容，一
本优秀的剧本是一部好电影的前提和
基础。纵观 2012年车市，在这部时代
巨制的《赛车总动员》电影中，车企们
又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出其不意和良苦
用心的谋略，来展现其精彩的电影蓝
图呢？

广汽奇瑞“抱团取暖”谋发展

11月6日，广汽集团和奇瑞签署战
略联盟合作协议，宣布国内首个跨地
域汽车战略联盟成立。根据双方协议
内容，双方将在整车开发、动力总成、
关键零部件、研发资源、节能和新能源
汽车、国际业务、生产制造七个领域开
展合作。

业内人士认为，广汽奇瑞联盟的
成立，打破了国内汽车行业各自为战
的旧传统。其背后的原因还与政府的
积极推动、今年中国车市增速放缓密
不可分。“优势互补”，促成了广汽和奇
瑞合作。奇瑞已经在自主品牌领域深
耕多年。有资料显示，奇瑞每年的研
发费用占到销售收入的 10%~15%，全
国的研发人员已超过 6000 人，仅发动
机的研发人员规模就达800人以上。

年初，由于奇瑞进行战略调整，有
传言称，奇瑞新车项目从140多个缩减
至 30 多个。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
奇瑞已经出现了新车开发的“相对过
剩”现象，这也成为与广汽合作并共享
技术平台的前提条件。这一切正是广
汽集团所需要的。而广汽对于奇瑞来
说，也是个不可多得的“聚宝盆”。通
过与多个国际汽车集团特别是日系企
业的合作，广汽集团在产品推广，市场
营销、生产精益化管理、汽车后市场业
务及服务等方面经验丰富，这些经验
已经用到了广汽乘用车业务上，在生
产线布局、生产管理等方面就大量借
用了本田和丰田的经验。而这一切恰
恰是奇瑞所需要的。

奇瑞通过与广汽的合作，将能够
吸收广汽在管理、生产及品牌经营方
面的诸多优势。通过在技术和研发领
域的合作，广汽和奇瑞还能够节约大
量的时间和成本，共同提升这两大自
主品牌的竞争力。

去日本化
日系车企启动在华自救战略

曾经，日系车在中国市场是多么顺
风顺水，然而，随着钓鱼岛风波的愈演愈
烈，在华日系车企才真正感觉到了比大
地震更加恐怖的事情——来自中国市场
的对日系车的抵制浪潮。受其影响，除
销量大幅下滑之外，日系车的市场占有
率也在急剧下滑，日系车企正面临着一
场前所未有的寒冬。然而，日系车企的
坚韧与变通也同时被激发出来。为挽回
失地，在华日系车企开始了一场全面的
自救战略，希冀通过“去日本化”来重拾
中国市场的信心。变局，也许正在产生。

在今年的广州车展中，丰田、本田、
日产等日系品牌不仅集体高调亮相，维
持了和去年相当的参展规模，更是对中
国消费者表现出了极大的示好。其中，
丰田汽车公司中国本部长大西弘致表
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爱中国。今
后丰田将以中国本地为主导推进事业，
要将之前‘丰田中国’转变为‘中国丰田
’，实现更加扎根于中国市场的本地化
变革。”东风日产发布了“品质无忧承
诺”这一重大新举措，日产汽车表示，
如果在购买7天内对质量不满意，可以
进行退换。此外，本田和三菱汽车公
司也宣布了全额补偿措施。

看来，为了挽回中国市场的信心，
各日系车企均在向“中国企业”靠拢，试
图淡化其日系的影子，最大程度地亲近
中国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讲，这种

“去日本化”的方式无疑是一剂猛药，其
效果如何只能由时间来给出答案。

此外，日系车企在投资上也更加
给力。丰田汽车计划在今后三年向中
国市场投放 20 款新车型，一汽丰田计
划在 2013 年下半年导入一款三厢轿
车，广汽丰田计划导入一款两厢轿
车。从明年起，这两家合资公司将依
次建立起合资自主品牌。丰田在常熟
投资的CVT变速箱工厂也已经开工建
设，预计将于2014年投产。另外，本田
中国表示，在中国成立本田设计中心
的工作正在如期进行中，并计划在
2015年前出10款以上新车型和全新改
款车型。 本报记者 陈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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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增长的突围之路
本报记者 何晶晶

2012年已近尾声，今年的车市有
点冷。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厂
家增产势头凶猛、经销商库存压力增
大、自主品牌销量下滑等负面消息接
踵而至，2012年中国汽车之路并不平
坦。车市整体产销数据让人闹心，虽
然自 9 月起稍有回暖，但升幅不大。
据中汽协统计，1~10 月，汽车产销
1572.01万辆和1570.07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4.56%和 3.56%，与前 9 月相
比，产量增幅减缓0.42个百分点，销
量增幅提升0.19个百分点。

中国车市低迷，但市场规模依然
巨大，让全球汽车企业不敢小觑其在
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于是，面对车
市产销增幅下滑现状和库存压力处
境，车商推出新车的脚步并未明显减
缓，频繁推出的新车让人眼花缭乱。
经历黄金十年的快速增长，历经2011
年的增速减缓，到今年遭遇微增长，
2012是发力调整的一年，加快走向成
熟和理性步伐。明年，中国车市将会
增加哪些变数？业内人士对此褒贬
不一，但乐观者居多。汽车厂商是苦
苦支撑等待新的爆发，还是积极求变
应势而为？这需要作出理性选择。

《赛车总动员》，倘若你只将它归于动画片，显然你读薄了这部电影。这是一场汽车的盛宴，讲
述一段由轻狂走向理性的历程。

欢快的连声“咔嚓，咔嚓”，搭配调皮的眨眼表情，他炫红的车身、流畅的线条驰骋在赛道上，他
的名字叫“麦坤”。看过《赛车总动员》，你不会忘记这个闪亮主角。当他在奔赴汽车界终极车赛

“活塞杯”路上，意外流落在被岁月淹没的小镇。因为毁坏小镇道路被判直到修好才能离开，在被
困小镇的日子里，退去最初的倨傲自负，结识一群执着相随的好友。当再次奔跑在赛道时，他怀揣
真正的赛车精神。

回望 2012车市，所谓跌宕起伏。当红火十年的中国车市遭遇寒冬，习惯了两位数增长率的车
市归于 5%，就像困于小镇的麦坤，一时失了当初的“轻狂”。黄金时代远离中国车市，车企或调整
战略、展开价格战或抱团取暖突围。经历过2011、2012阵痛，展望2013，业内人士大多持乐观态度，
甚至90%的车企老总看涨明年车市。让我们将胶卷定格在2012，重温今年车市的经典瞬间。


